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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业务探讨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疆）

对外开放进程逐步加快，对外贸易

飞速发展，现已成为我国（新疆）经

济社会中极其重要的部分。1978—

2019年间，我国新疆对外贸易总额

与出口额分别从 2346万美元、937

万美元增长至 237 亿美元、180.5

亿美元，增幅分别超过 1000倍和

1900倍。但由于近两年各国贸易保

护主义的蔓延以及疫情对全球经济

环境的破坏，我国新疆对外贸易发

展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在当前严峻

环境下探明新疆贸易便利化水平是

否得到提升等基本事实，已经成为

目前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亟需解决

的重要问题，也是“一带一路”建设

背景下改善贸易便利化环境和制定

贸易便利化提升措施的重要决策依

据。

基于现有文献，学者主要从以

下两方面展开对贸易便利化的研

究。首先是关于贸易便利化的内涵，

这一概念最早的提出是在 1923年

的国际联盟会议中，随后关贸总协

定予以拓展，世贸组织将概念简化

为经济交流程序和贸易的一种形

式。2001年，亚太经合组织将内涵

定义为对影响跨境货物流动或增加

流动成本的相关行政手续的简化，

沈铭辉（2009）指出贸易便利化不仅

包括货物流动的边境措施，还应该

涉及到国内法规及新技术的应用；

崔艳萍（2017）鉴于《1994年关贸总

协定》中的定义，认为狭义上的贸易

便利化即海关、过境手续、贸易程序

的简化和协调，广义上还应包括国

际贸易程序中的其他环节。其次是

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度及经济效应

的分析。关于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

度，学者广泛采用 Wilson（2003）的

方法，基于港口设施、电子商务、规

制环境、海关环境等四个主要方面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一些区域或

组织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

其中，马莉莉（2016）引入市场准入

指标，并以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替

代电子商务与口岸效率，对海上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进行测算；施锦芳（2019）和智慧

（2020）考虑到当前信息技术与金融

服务的不断发展，引入金融服务为

独立的一级指标分别对东北亚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

水平进行测度。对于贸易便利化经

济效应，王敏（2021）、庄博（2020）、

蔡霞（2020）以及冯晓玲（2020）等分

别借助贸易引力模型、随机前沿引

力模型以及 GTAP模型等针对贸易

便利化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一带一

路”和东北亚经济和产业发展等的

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鉴于既往文献研究，对贸易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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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文章从新疆贸易发展实际情况出发，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基础，
设计了新疆贸易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主客观权重组合的方式，采用模

糊综合评价方法对新疆贸易便利化的水平进行测度。研究结果显示，根据贸

易便利化等级评分以及权重分布，最终得出新疆贸易便利化的水平得分为

3.188，处于“一般”水平，最后结合制约新疆贸易便利化提升的主要问题提出

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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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化的相关研究甚多，也为本文奠

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从总体上

看，实证领域定量测度新疆贸易便

利化水平及分析提升措施方面存在

不足，中国新疆凭借特殊的地理位

置，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

占据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位置，

因此亟需从省域视角把握新疆贸易

便利化环境与水平提升障碍，为促

进新疆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进而

为整体上提高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提

供科学的发展建议。此外，鲜有通过

组合赋权的方式，采用模糊综合评

价法对新疆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

度，本文将对此进行初步探索。

一、新疆贸易便利化发展现

状

（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进

步

在公路基础设施上，截至 2019

年底，新疆公路里程达 194222公

里，比 2018年增长 2.74%；在新疆

众多县市中，74.28%的县市已通高

速，二级及以上公路的覆盖率接近

99%；公路货物运输作为最主要的货

物运输方式，2019年公路货运量达

到 69290万吨，占总货物运输的

70%，货物周转量达到 801.76亿吨

公里。

在铁路基础设施上，目前新疆

铁路基本覆盖了 80%以上的县级行

政区，全境铁路通车里程达 6839公

里，位于全国各省市排名前三。2019

年，铁路货物运输 15188万吨，铁路

货物周转量 1772.44亿吨公里。新

疆中欧班列开通后发展迅速，2020

年突破 9600列，屡创新高。新疆由

于地域广阔，成为国内拥有运输机

场最多的省区，数量高达 21个，航

线距离长达 353954公里，居国内首

位。2019年航空货运量达 21.69万

吨，比上年增长 13.03%，同年航空

货物周转量 17940.47万吨公里。

（二）电子商务发展迅速

据《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报

告》显示，2018-2019年新疆在全国

各省市中电子商务发展排名靠后，

说明总体发展程度不够，但较高的

发展成长指数，反映出新疆未来电

子商务的发展前景广阔。截至 2020

年底，新疆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2224.26亿元，尤其农产品网络销

售额实现 121.5 亿元，同比增长

35.04%。

（三）通关环境不断改善

新疆由于口岸数量众多，一直

致力于口岸通关环境的建设。为加

速农产品快速通关，设置农产品出

口“绿色通道”，2015年，新疆境内

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10个海关区域

通关一体化正式启动，持续推进新

疆口岸“无纸化通关”建设。2016年

新疆电子口岸正式上线，以物联网、

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为支撑，实

现口岸通关“一站式”服务。为优化

口岸营商环境，海关部门大力推进

“提前申报”、“两步申报”的通关模

式，通过缩减通关时间，促进各口岸

高效通关。通过一系列通关环境的

建设工作，新疆通关便利化水平有

了明显的改善。2020年新疆口岸货

物进出口时间缩短至 20.8h、

0.48h，均超过全国通关平均水平。

（四）金融环境逐步改进

新疆金融业发展较国内其他地

区一直处于落后状态，近年来新疆

金融业坚持深化改革创新，2017年

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丝绸之路经

济带核心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规划

（2019-2030）》，明确规定新疆金融

发展的新目标，通过相关措施推进

新疆金融发展。2019年新疆金融机

构数量和种类明显增加，包括 37

类，数量增加至 3164家，金融机构

各项存款余额 23293.02亿元，贷款

余额 19960.11亿元。同年，新疆金

融业实现增加值 1015.31亿元，增

长 4.3%，为新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和可供性提供了更加便利的环境。

（五）政府环境有待持续优化发

展

根据《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研究

报告》和《中国透明度报告》，我国新

疆的排名均靠后，政府效率、政府工

作透明度较低。在国家层面，法治政

府要求政府工作要公开透明，因此

我国一直在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在

地区层面，新疆细化制定了《自治区

全面推进政务公开重点工作实施方

案》，该方案旨在推进自治区政务公

平公开，优化政府环境，促进贸易有

序展开。

二、新疆贸易便利化水平测

度

（一）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 WTO《贸易便利化协定》报

告中的定义，贸易便利化的内容主

要就是简化程序和手续，从而创造

一个便捷高效的国际贸易环境。本

文在充分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当前新疆贸易发展的现状和

《贸易便利化协定》的相关规定，构

建一套完整的新疆贸易便利化评价

体系，并将针对新疆贸易的微观指

标加入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明确

新疆贸易便利化的发展方向，促进

新疆贸易高质量发展。

（二）指标选取

根据《贸易便利化协定》以及



ECONOMIC RELATIONS
F

PRACTICE IN

REIGN
ANDTRADE

外贸业务探讨

Wilson的指标体系构建思路，构建

一个包括物流及基础设施环境、海

关环境、政府环境和金融与电子商

务环境四个一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

系，结合新疆地区贸易发展现状，进

一步将指标体系细分为13个二级

指标。与已有指标体系不同之处在

于：鉴于新疆的口岸类型有公路口

岸、铁路口岸以及航空口岸，分别加

入了公路、铁路和航空基础设施质

量三个指标；结合新疆对外贸易在

整个经济体中的重要作用，添加了

通关效率和海关信息及时性两个重

要指标；考虑到金融发展对贸易的

促进作用，加入了金融服务的可得

性和可供性两个指标。就整个指标

体系而言，主要从基础设施建设、制

度建设以及金融发展等方面考查了

新疆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具体指标

见表 1。

（三）数据来源

公路、铁路以及航空基础设施

质量、货物周转量、金融机构存贷款

余额、金融机构的数量、互联网使用

率和电子商务的交易额数据来源于

2017-2020年《新疆统计年鉴》；进

出口货物的平均通关时间和海关信

息发布总数数据来源于乌鲁木齐海

关；清廉指数来源于透明国际的全

球清廉度指数；政府效率以及透明

度排名分别来源于 2017-2020年的

《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和

《中国政府透明度》。

（四）研究方法

采用熵权法和专家打分法，利

用模糊一致评价矩阵确定主客观权

重，对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评价。本

文综合考察四个一级指标对新疆贸

易便利化水平影响程度的大小，计

算过程参考黄正松（2018）如下：

本文采用模糊一致矩阵确定主

观权重，首先根据指标的重要性程

度建立模糊优先关系矩阵 B=（bij）m×

m，设 ui为每行对应的指标，uk为每

行对应的指标, 当 ui优于 uj时，bij

为 1；当 ui劣于 uj时，bij为 0，当 ui

等于 uj时，bij为 0.5。

将模糊优先关系转化为模糊一

致矩阵 R=（ri1）m×m,ri,r1 为第

i、1行的和。

通过方根法计算出主观权重

wi。

本文通过熵权法确定客观权

重，主要过程如下所示：

首先假设评价对象为 1个，评

价指标为 i个。此时构建矩阵 B=

（r）i×1。

其次进行归一化，计算出第 i

个指标的指标值比重 P ：

计算第 i个指标的熵值 e。

计算第 i个指标的熵权 u。

最后对主观权重和客观权重采

用均值法获得组合权重 wi;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就是在处理

不容易进行的量化分析时，利用模

糊数学为理论基础对评价性问题进

行分析，具体过程如下：

首先分别将四个一级指标下的

二级指标评价矩阵及其权重集进行

合成；其次，将一级指标的综合评价

矩阵与权重集进行合成，形成每个

等级的综合隶属度矩阵；最后将综

合隶属度矩阵与构建的评价集进行

合成得出最终的模糊综合评价结

果。

（五）便利化水平测度

根据实际情况，本文将测度评

价分为 5个等级，即 S={s1,s2,s3,

s4,s5}，评语集：{很高，高，一般，较

低，很低}，分别对应于分值 5、4、3、

2、1，分值的高低反映贸易便利化水

平的高低。指标权重的确定具有主

表 1 新疆贸易便利化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量化说明

物流及基

础设施环

境（X1）

公路基础设施质量（X11） 公路货运量

铁路基础设施质量（X12） 铁路货运量

航空基础设施质量（X13） 航空货运量

物流服务（X14） 货物周转量

海关环境

（X2）

通关效率（X21） 出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 +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

信息更新及时性（X22） 海关信息发布总数

政府环境

（X3）

清廉指数（X31） 反映政府的清廉程度

政府效率排名（X32） 衡量政府工作效率

政府透明度排名（X33） 反映政府指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

金融与电

子商务环

境（X4）

金融服务的可得性（X41）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金融服务的可供性（X42） 金融机构数量

互联网使用率（X43） 互联网用户数 /总人口数

电子商务交易额（X44） 企业及个人第三方平台零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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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赋权、客观赋权以及组合赋权三

种方式，主观赋权方法主要依据专

家经验或者评价者对指标的重要

性程度认知情况来确定指标权

重，主要方法包括层次分析法、专

家打分法等等；客观权重的确定

则主要通过对指标数据的计算获

得。本研究中，为避免单方面主观

或客观因素对评价对象的不利影

响，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本文

通过专家打分法邀请 9位来自于

海关、金融机构等部门的专家对

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进行评分来

确定主观权重，采用熵权法来确

定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客观权

重。在此基础上选择客观权重和

主观权重的均值作为组合权重，

得出最终权重如表 2所示。

对上述各指标进行模糊合成，

可分别得出一级指标的综合评价，

物流和基础设施环境的评价为 X1=

{0.1336,0.3865,0.1160,

0.1396,0.1703}，海关环境的评价

X2={0.4587,0.2079,0.0627, 0.1111,

0.1595}；政府环境的评价为 X3=

{0.2010,0.2938,0.1790,0.1458,

0.2951}；金融与电子商务环境的

评 价 为 X4= {0.0852,0.2502,

0.2509,0.1694,0.2473}；将各一

级指标与其对应的权重集进行合

成 后 可 得 Y= {0.2144,0.2889,

0.1525,0.1418,0.2193}，将该综

合评级集与对应的评语集进行合

成后可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贸

易便利化得分为3.188。根据最大

隶属度原则，可以得出各二级指标

的评价等级，如表 3所示。

（六）实证结果分析

文章运用了模糊综合评价模

型，通过赋予各级指标一定的权重，

对新疆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

了测算，结果发现：（1）通过各二级

指标的评价等级可以看出金融与电

子商务环境的一级指标等级最差，

其次是政府环境，分别有 3个和 2

个较差的二级指标。在物流与基础

设施环境中，航空基础设施质量等

级评分较低，通关环境等级评分整

体处于一般水平。在政府环境中政

府清廉指数和政府透明度指标处于

较低水平，政府效率低下阻碍新疆

贸易便利化；在金融与电子商务环

境中，金融服务的可供性、互联网使

用率以及电子商务交易额三个指标

处于较低水平，反映出新疆金融发

展对贸易的支撑力度不够。在物流

与基础设施环境中在新疆机场数量

众多，但机场密度偏低，一直不足全

国平均水平的 50%。（2）新疆的贸易

便利化水平测算出的最终得分是

3.188，处于一般水平。要推进新疆

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可以从较

低评分的方面入手。

表 2 指标组合权重及模糊评价表

一级指标 组合权重 二级指标 组合权重 很高 较高 一般 较低 很低

物流和基础

设施环境

（X4）
0.2691

公路基础设施质量（X11） 0.2559 1/9 4/9 1/9 3/9 0

铁路基础设施质量（X12） 0.2306 1/9 5/9 0 2/9 1/9

航空基础设施质量（X13） 0.2749 0 3/9 2/9 1/9 3/9

物流服务（X14） 0.2386 3/9 2/9 1/9 1/9 2/9

海关环境

（X2）
0.2284

通关效率（X21） 0.5642 5/9 1/9 1/9 1/9 1/9

信息更新的及时性（X22） 0.4358 3/9 3/9 0 1/9 2/9

政府环境

（X3）
0.2664

清廉指数（X31） 0.2674 0 2/9 2/9 2/9 3/9

政府效率排名（X32） 0.3440 3/9 2/9 2/9 0 2/9

政府透明度排名（X33） 0.3886 2/9 1/9 1/9 2/9 3/9

金融与电子

商务环境

（X4）
0.2361

金融服务的可得性（X41） 0.2445 2/9 2/9 1/9 2/9 2/9

金融服务的可供性（X42） 0.2193 0 2/9 3/9 1/9 3/9

互联网使用率（X43） 0.2618 0 4/9 2/9 1/9 2/9

电子商务交易额（X44） 0.2774 1/9 1/9 3/9 2/9 2/9

表 3 二级指标评分及等级表

指标 X11 X12 X13 X14 X21 X22 X31 X32 X33 X41 X42 X43 X44

评分 3.33 3.33 2.56 3.33 3.89 3.44 2.33 3.44 2.67 3.00 2.44 2.89 2.67

等级 一般 一般 较低 一般 一般 一般 较低 一般 较低 一般 较低 较低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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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约新疆贸易便利化提

升的主要问题

从以上的实证分析可知，新疆

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不高，新疆贸

易便利化发展依旧受到诸多方面的

制约。参考新疆贸易便利化的相关

文献，并借鉴权威组织构建的贸易

便利化体系以及上述实证分析结

果，可知新疆的贸易便利化还存在

以下障碍。

（一）航空货物运输质量难以满

足相关需求，机场密度较低

新疆温差较大，航空货物运输

呈现出很强的季节性，航空货源品

名构成比较单一，虽然近年来持续

强调航空货物运输的重要性，新疆

也在持续加强机场的建设工作，但

新疆的航空货物运输质量及相关服

务仍不能满足新疆航空货物运输的

现实需要。虽然机场数量多达 21

个，但新疆机场密度不足全国机场

密度水平的一半，乌鲁木齐国际机

场也时刻面临资源紧张、容量趋于

饱和的制约。

（二）金融服务支持体系对贸易

便利支持程度低，电商发展人才匮

乏

新疆地区的金融体系发展与一

些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仍比较明显，

特别是对于外向型经济而言，金融

体系对新疆地区的口岸经济的支持

力度不够，口岸地区的金融基础设

施建设相对薄弱，部分口岸只能在

相对较低的金融服务水平下运作。

另一方面，新疆的南北部金融发展

也不均衡，南疆的基础设施发展具

有滞后性，是新疆金融业发展的“短

板”。

新疆电子商务发展势头向好，

但整体水平偏低。根据《新疆电子商

务发展研究报告》（2020）的资料显

示，目前疆内企业中电子商务的开

展只占 45.6%，多数企业仍未接触

电子商务活动。其中制约电商发展

根本原因就是电子商务人才的匮

乏，此外新疆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有待完善，难以满足新疆

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要求。

四、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航空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货物运输质量

航空运输在我国新疆打造区域

性交通枢纽中作用突出，是我国新

疆扩大对外开放进程，推动我国新

疆发展的重要交通运输方式。加强

航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各方的努

力。首先，国家应当加强对新疆航空

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以货运

为主的机场建设，同时对地方航空

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和技术支

持。另一方面，我国新疆要充分利用

好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把握“一带

一路”倡议的重大机遇，加强与“一

带一路”国家的互联互通，实现贸易

通道畅通，解决重要路段畅通问题，

打通更多我国新疆至“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欧洲腹地的空中要道。根

据对外贸易需求，推动我国新疆机

场建设工作，适当加大运力投入，完

善航线网络，提高物流和通关效率，

实现我国新疆对外贸易的便利畅

通。

（二）推动政府及金融服务体系

建设，培养专业人才提高互联网服

务水平

新疆应当紧跟国家政策规定，

促进相关贸易政策的落实，加强对

贸易相关过程的管控力度，提高政

府工作的效率和透明度。加强对公

务人员的监管，同时在相关工作中，

政府应当及时高效地解决相关问

题，做到整个贸易过程有法可依，贯

彻落实法律规定，保障贸易在法治

环境中平稳运行。我国新疆处于“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地带，为服务

贸易活动的高效展开，应牢牢把握

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地位，不断加

深金融对贸易活动的支持力度，缓

解企业融资难、成本高的问题，实现

对新疆金融发展的精准支持，促进

高质量发展条件下对新疆企业的金

融服务水平；此外，要紧抓电商产

业，推动创新发展，注重电商人才的

培养，弥补运营、创新、技术等多方

面人才的缺口，发展跨境电商，服务

丝绸之路经济带，促进新疆贸易多

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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